
本报讯（记者辛雨）根据中央关于在全党开
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近日，中国科学院
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党的自我
革命的重要思想，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研
究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
书记侯建国主持会议，交流学习体会并对全院
学习贯彻工作提出要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
组副书记吴朝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科
学院纪检监察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孙
也刚作重点发言，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
席会议并作交流发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二
监督检查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李源伟受邀作
专题报告。

会上，李源伟从深刻认识修订《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修订的
主要内容和学习贯彻的认识体会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解读。中国科学院监督与审计局主要负
责人结合院党组巡视工作实际，汇报了贯彻落
实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思
路举措。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力度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
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新修订的
两个条例，对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提出了更高要求，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正风肃纪反腐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成果，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
体系的重要举措。全院上下必须认真学习贯彻
执行两个条例的新精神、新要求，严格遵规守
纪，以实际行动筑牢政治忠诚。

侯建国对抓好两个条例的贯彻执行提出四
点要求。一是进一步加强宣贯学习，提高思想认

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科学院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转化为科技
创新的实际成效。二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加强监督执纪问责，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将
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一贯到底。三是进一步健全
巡视巡察工作体制机制和责任体系，充分发挥
巡视监督作用，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巡视巡察“后
半篇文章”。四是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两个
作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为加快抢占科技
制高点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为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与会同志在交流发言中表示，两个条例为
全院加强党的建设和巡视工作提供了重要指
导，一定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
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将党纪党规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自我革命、推
动全院改革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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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党组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专题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吵了无数次”，
科研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本报见习记者江庆龄实习生陈雨涵

最近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在北京大学生
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张冲
就会发一个朋友圈。配文为“这一秒钟科学不
重要”，配图则为一篇新上线论文的截图，她和
丈夫、北京大学 -云南白药国际医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薛瑞栋的名字在列。

不久前，这个系列的朋友圈再次“更新”———
一篇发表于《自然》的论文截图。论文揭示了以乙
型肝炎病毒相关肝细胞癌为主的全基因组变
异景观，为深入理解中国人群肝细胞癌的演进
机理提供了重要线索。

该研究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军军医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及国
家肝癌科学中心教授王红阳领衔。作为团队
成员，张冲、薛瑞栋分别负责数据分析和论
文整合工作。

学术上的“吵架”并不伤身

这项新研究名为“中国人群肝细胞癌全基
因组深度特征分析（CLCA）”，深入分析了编码
区和非编码区的驱动基因、突变印记、拷贝数
变异、聚集式变异事件、染色体外环状 DNA，
以及突变演进规律等特征。

研究团队综合多种算法，鉴定出大量新的
肝癌潜在驱动事件，包括 6个新编码驱动事件
和 28个新非编码驱动事件，多个基因都与肝
脏代谢通路密切相关。此外，在已报道的 81种
突变印记的基础上，该研究首次鉴定了 5种新
的突变印记。

原发性肝癌致死率在全球所有癌症中高
居第三，而每年肝癌新发病例超过一半发生在
中国。“以往肝癌研究的大部分数据来源于日
本和欧美，而这些规律并不适用于中国患者。”
薛瑞栋强调，“要想研究清楚中国人群肝癌的
基因组特征，还得靠我们中国的团队。”

为了系统了解中国肝癌人群的致病因
素，研究团队对 494 例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
肝细胞癌患者肿瘤组织进行了高深度全基
因组测序，配套 239 例转录组测序结果，总
数据量近 300T。

张冲和薛瑞栋参与这个课题时，前期已经
有了一定的样本和测序结果。“我在接手时就
发现了一个此前未报道的全新的突变印记。国
际泛癌全基因组研究计划（PCAWG）的数据
覆盖了近 3000人，都没有发现它，会不会是分
析过程中出现了差错？”张冲说。

出于对新发现的严谨，团队决定与突变印
记领域资深学者、杜克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
院教授 Steven G. Rozen联系，进一步扩大合作。

为了确保项目及时推进，团队建立了非常
高效的沟通机制。除了不定期沟通外，每周三
晚上是固定组会时间，每个人汇报自己的最新
进展，并制订下一周的计划。

张冲和薛瑞栋之间的讨论则更为密集。“在
这个项目开展过程中，我们吵了无数次。”薛瑞栋
坦言。但这样的学术“争吵”并不伤身，因为大家
的目的是一致的———确保做出的结果真实可靠，
能经受住所有人的考验。张冲表示：“谁能拿出文
献证明自己的结论，我们就听谁的。”

2月，论文终于上线。他们期待这项工作
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很好的分析工具和数据

支撑，进而为肝癌诊断、靶向药研发等提供一
定的帮助。

实验室是最佳约会地点

2012年，出于“以后能操作世界上最高精
度的显微镜”的想法，薛瑞栋加入北京大学生
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教授白凡的课题组。3年
后，因为对癌症研究非常感兴趣，张冲也来到
了白凡实验室。

在朝夕相处中，张冲、薛瑞栋成为情侣。
也是从那时起，科研融入了他们的恋爱中。肝
癌、基因、分型……这些学术词汇，构成了他们
日常沟通的关键词。

对他们而言，实验室就是最佳约会地点。
“比如今天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就劝对方去实
验室。”薛瑞栋补充说。

在实验室做分析时、在学校漫步时，甚至
在逛街时，话题总会不自觉回归到科研上。“可
能逛着逛着突然想到，有个数据得做一下分析
了、昨天的结果是不是‘跑’出来了。”张冲笑
道，“有时候沟通效率也提高了。”

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两人建立了深厚的
“革命友谊”，课题也稳步推进。2019年，他们
参与的论文顺利发表于《癌细胞》。该研究全面
绘制了混合型肝癌的基因组图谱，系统研究了
混合型肝癌三种病理亚型的基因组特征，提出
混合型肝癌分子分型标准，并发现了新的诊断
和预后标志物。

而后，两人陆续开展与肝癌相关的其他工
作并分别发表———从 2020 年的《自然 - 通
讯》、2021年的《先进科学》到最近的《自然》。一
路走来，除白凡外，他们的科研工作也得到了北
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张宁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对科研都有严格要求的两人，互相鼓励也
时常争论，一路携手前行。而他们的人生轨迹，
也记录在这一项项合作中。

相似又彼此独立

这篇发表于《自然》的论文，对张冲和薛瑞
栋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数据分析部分的工作接近尾声时，两人
的孩子诞生了。这给他们带来更多幸福感的同
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幸好在长期的相处中，
两人早已形成了默契。

与此同时，他们的科研工作正稳步推进。
在未来规划中，科研毫无疑问是唯一的选择。

得益于长期深耕肿瘤基因组学领域，打下
了扎实的工作基础，薛瑞栋去年组建了自己的实
验室，探索肿瘤演化和微环境相互调控的新规
律、新机制等。“希望我们实验室有一个比较独特
的研究方向，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奋斗。”

除了肿瘤基因组和微环境外，张冲对胚胎发
育、大脑和神经等也很感兴趣，未来会继续做科
研。“非常感谢国家出台了许多鼓励女性科研的
政策，如放宽一些基金项目申请者的年龄等。”

张冲和薛瑞栋的研究内容相似又彼此独
立，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这对于
促进我们的科研工作是很有益的。”薛瑞栋说。

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捕捉到银河系棒共振的化学和运动学信号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科学家在较大的银河
系空间范围内，捕捉到银河系棒共振的化学和
运动学信号，弥补了以往使用银河系子结构捕
捉银河系棒共振信号的不足。相关研究成果日
前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
论文第一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博士

后研究的孙伟祥介绍，银河系内部存在一个旋
转的棒或旋转的四极棒，探测银河系棒的共振
信号对于约束银河系棒的基本属性至关重要。
然而，以往对银河系棒共振信号的探测仅局限
于太阳领域特殊的局部运动学子结构。研究认
为，有必要构建较大银盘区域上普遍存在的属
性，以探测银河系棒的共振信号，这将有助于进
一步约束银河系棒的基本属性。
孙伟祥等人利用郭守敬望远镜和阿帕奇天

文台巡天所提供的 17万余颗红团簇星的大样
本，结合欧空局盖亚空间天体测量卫星巡天所
提供的天测数据，通过对化学属性的测量发现，
在扣除整体趋势后，这些红团簇星的垂向金属
丰度梯度随银河系半径变化的关系存在显著的
周期性震荡行为。

研究还发现，薄盘（年老）和厚盘（年轻）的
拟合结果显示出明显不同的波函数形式，表明
这两个星族存在明显不同的共振模式。这意味
着银河系两个棒结构的存在。

这项成果实现了从化学和运动学属性上对
银河系棒共振信号的探测，为进一步研究银河
系棒的属性奠定了基础。

相关论文信息：
银河系俯视图。 图片来源：R. Hurt

4月 15日，第 13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在
智慧出行相关技术 /产品展区内，智能仿生产品获得采购商关
注。图为参展企业工作人员使用智能仿生手书写“广交天下”。

中新社记者陈骥旻 /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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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在即，印度基础科学前景堪忧

本报讯从 4月 19日开始，印度将有约 9.7
亿选民参与大选。该国民意调查预测，总理纳伦
德拉·莫迪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将赢得第三
个 5年任期。许多印度科学家希望，未来 5年政
府在科学上投入更多资金。

但据《自然》报道，一些研究人员表示担
忧。首先，印度增加的研发资金与该国蓬勃发
展的经济状况并不匹配。其次，政府对科学自
上而下的控制使得科学家在分配资金上几乎
没有发言权。

莫迪于 2014年首次出任印度总理。从那时
起，该国用于研发的资金总额虽然增加了，但研
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却从 2014
年至 2015年的 0.71%下降到 2020年至 2021年
的 0.64%，明显低于其他国家。2021年，巴西研发

支出占 GDP的 1.3%、俄罗斯占 1.1%。
印度科学研究所粒子物理学家 Rohini

Godbole表示，研发支出跟不上 GDP的增长，对
印度的科学发展来说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因为在印度，政府资助约占研发支出的 60%。

2023年 8月，印度政府以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为蓝本成立国家研究基金会（NRF），得到
了许多研究人员的称赞。NRF由总理、部长、政
府部门的秘书以及总理挑选的商界和科学界代
表共同领导。

印度政府承诺在 5年内为 NRF提供 5000
亿卢比，但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政府在 2023 年
至 2024年仅为 NRF提供了 26亿卢比。“这笔
钱微不足道。”印度喀拉拉邦渔业和海洋研究大
学研究员 Ramvilas Ghosh 说，“2024 年至 2025
年，政府将为 NRF拨款 200亿卢比，但仍低于
其最初的承诺。”

印度国家量子任务是受资金短缺影响的
项目之一。2023年，政府承诺在 8年内为该项
目投入 600亿卢比，试图建造量子计算机，发

展量子通信技术。但 2023 年至 2024 年，政府
仅为其投入了 5000 万卢比。

印度科学家还参与了一些国际合作，比如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项目。但在过去
10 年里，印度类似的本土基础科学项目却进
展缓慢。此外，印度的一个中微子观测站项目
虽然于 2015 年获得批准，但出于对环境的担
忧，该项目目前已陷入停滞。

Godbole说，在印度，科学越来越被视为发
展的工具，这意味着政府将以牺牲基础研究为
代价，转而为应用研究提供更多资金。印度国
家科学院院长 Umesh Waghmare 表示，莫迪的
胜利可能会加快推动更多应用和转化研究的
步伐。

Waghmare 建议政府适当放松对资金的严
格控制，让高级政府官员发挥咨询作用，并将决
策权赋予更多科学家。曾在印度政府首席科学
顾问办公室担任高级顾问的 Shailja Vaidya
Gupta希望政府给予科学家足够的信任，允许他
们更加灵活地使用预算资金。 （李木子）

水中甲烷检测灵敏度提升 500多倍

本报讯（记者王敏）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智能机械研究所研究员陈池
来团队在前期深海质谱仪研究的基础上，将
水体溶解甲烷检测灵敏度提升了 500 多倍，
达到海洋及湖泊本底溶解甲烷检测水平，实
现了从溶解甲烷异常事件监测到背景甲烷
长期监测的跨越。相关技术已申请国家发明
专利，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爱思唯尔旗下期
刊《塔兰塔》。

2023年，陈池来团队研制出一款名为“智
微号”的深海质谱仪，并在南海某海域完成多
次海试，获得了海洋廓线重要溶解气信息。在
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团队针对样本水气高、检
测仪器空间有限等问题，研制出小体积、低功
耗的在线除水系统，同时优化进样气路设计，

成功将其集成安装于“智微号”深海质谱仪中。
这一改进在维持目标检测气体高渗透通

量的同时，将质谱仪的真空度提升超过两个数
量级，对甲烷的检测限从高于 16纳摩 /升降
低至 0.03纳摩 /升，提升了 500多倍，达到深
海及湖泊等水域甲烷本底信号检测水平，有望
实现海洋溶解甲烷的无差别监测。

下一步，研究团队将基于该技术开展大空
间、宽时间范围内本底甲烷的原位检测研究，
以及氢、氦等有指向性的极低浓度气体原位检
测研究。该工作为进一步实现甲烷通量计算、
全球气候研究、羽流寻迹、冷泉发现等奠定了
重要的技术基础。

相关论文信息： “智微号”深海质谱仪搭乘中继器开展海试
作业。 课题组供图

我国在建核电机组数量、装机容量
均保持世界第一

本报讯（记者张晴丹）4 月 15 日，中国核
能行业协会发布《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4）》
蓝皮书，从核电运行、工程建设、科技创新等方
面总结分析了当前我国核能行业发展状况。

蓝皮书显示，2023 年，我国在建核电工
程稳步推进，全年新开工核电机组 5 台，核
电工程建设投资完成额达 949 亿元，创近 5
年最高水平。截至 2023年底，在建核电机组
26 台，总装机容量 3030 万千瓦，继续保持世
界第一。

目前，核电产业安全有序加快发展。2023
年，我国商运核电机组继续保持安全稳定运行，
数量达到 55台，额定装机容量 5703万千瓦，位
列全球第三；全年核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7661小时，核电发电量达到 4334亿千瓦时，位

居全球第二，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 4.86%，年度
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 3.4亿吨。

与此同时，我国核电安全运行也持续保持
国际先进水平。蓝皮书显示，2023年，我国共
有 33台机组在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的综合指
数达到满分，满分比例和综合指数平均值位居
世界前列。

蓝皮书显示，我国核能科技创新迈上新台
阶。其中，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高温气冷堆示范
工程于 2023年底投入商运、“国核一号”示范
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华龙一号”稳步推进型谱
化、系列化发展，在批量化建设过程中，以不断
提高安全性、经济性和先进性为目标，加大技
术研发力度、优化设计方案和配置、提高设备
国产化率，推进技术迭代升级。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